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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书法鉴赏》按照书法史发展中不同的载体或题材来分类，
体系科学，特色鲜明。
内容充实，资料丰富，既有历代书法史发展的综合概述，又有每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及其代表
作品的鉴赏，主次分明，脉络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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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倪文东，笔名倪端，1957年生，陕西黄陵人。
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教授、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京师印社社长。
多年从事书法教学、创作和研究工作。
主讲中国书法史、篆书研究、草书技法、篆刻学等课程。
主编有《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家印款辞典》、《书法自学丛书》等。
出版有《书法鉴赏》、《中国书法家全集·柳公权》、《历代书法名品赏评》、《中国篆刻大字典》
等。
发辫论文20余篇。
书法教学成果三次获得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论文获全国第六届数学理论讨论会二等奖。
书法篆刻作品多次参加省及全国展览，并多次在日本、新加坡及韩国展出。
曾在西安和新疆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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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徵明书法 一、文徵明的生平及交游 二、文徵明的书法风格及特点 三、文徵明书法作品鉴赏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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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书法风格及其作品鉴赏 四、陆维钊书法风格及其作品鉴赏 第二节帖学新生，遒美秀劲 一、沈
尹默书法风格及其作品鉴赏 二、白蕉书法风格及其作品鉴赏 三、谢无量书法风格及其作品鉴赏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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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书法风格及其作品鉴赏 三、林散之书法风格及其作品鉴赏 四、王蘧常书法风格及其作品鉴赏 第四
节篆隶复兴，高古雄深 一、吴昌硕书法风格及其作品鉴赏 二、章炳麟书法风格及其作品鉴赏 三、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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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四）全国开设书法专业的高等院校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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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风格多样的南北朝碑刻书法 一、南北朝碑刻书法与文化 对于碑刻书法的理
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所讲的碑刻书法是指在石质材料上书刻文字所形成的书法形式，墓志、造像记以及摩崖应都属
于碑刻书法的范畴；而本章所说的碑刻书法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专指在碑版上书刻文字而形成的书
法形式。
自东汉以来，用于歌颂功德的碑石铭文盛行于世，成为一种刻碑铭功的传统，于是坟墓、道路、桥梁
的建制都立碑铭文来记载其状况。
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曹魏、两晋时期都有过禁碑的经历。
南朝的宋、齐时代，统治者提倡节俭、抑制浮华，也延续这种禁碑令，并且禁碑很严，所以当时的墓
碑数量极少。
到了梁、陈时代，文教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重新兴起立碑习俗，禁碑制度才有所松动。
但总体而言，南朝的碑刻作品数量不多，精品更少。
北朝则很少有禁碑之说，碑刻书法的发展环境自然要好于南朝，无论是数量还是整体的书法水平都超
过南朝不少。
南北朝的这种明显差异，一方面与皇室贵族的提倡偏好有关，当时南朝的历任皇帝都喜好二王一派俊
逸雅致的书风，而士大夫则对工匠式的碑刻书法有先天的排斥感。
另一方面与文化发展的程度有关，北朝是建立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基础上的，还没来得及形成儒家
士族的文艺心理，所以对碑刻书法抱有赞成提倡的态度。
就书体而言，南北朝碑刻书法以楷书居多，间有篆隶。
在通常情况下，碑刻多用于正规场合，所写书体也多为当时的正体。
秦代碑刻以篆书为主，汉代碑刻以隶书为主，到南北朝时期，楷书已经成为正体。
从流传下来的碑刻来看，楷书在碑刻书法中已经成为主流，篆隶应用得很少，这也反映了书法史上书
体由隶书向楷书演变的客观事实。
南北朝时期的碑刻数量很多，主要集中在北朝，书法风格也变化多样。
为了具体说明其书风情况，下面举例赏析。
 二、碑刻书法作品鉴赏 《爨龙颜碑》（图6—1）于南朝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九月刊刻，原碑现
存云南省陆良县东南十公里的贞元堡小学对面，有拓本藏故宫博物院。
《爨龙颜碑》最早在云南方志中有过著录，清道光年间被云贵总督阮元的幕客发现。
碑高3.38米，广1.23米。
碑额呈半圆形，正书6行，每行4字。
碑阳24行，每行书45字；碑阴刻职官题名三列，上列15行，中列17行，下列16行。
碑文为正书，爨道庆撰写碑文，书丹者不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法鉴赏>>

编辑推荐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书法鉴赏》图文并茂，全面立体地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书法
发展的特征和规律；用书法家的作品说话，直观明确。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比较强。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书法鉴赏》由倪文东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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